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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清廉印象
从“卖火柴的小女孩”
到全球最快乐的国家

说起丹麦，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安徒生童话。
那个凄凉的漫漫圣诞夜里，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风雪
中被已逝祖母接往天堂……

今天的丹麦不但不再有19世纪的“卖火柴的小
女孩”，反而成为“全球最快乐的国家”。这种快乐源
于高收入、源于高福利，也源于这个国家的清廉。

的确，政治腐败在丹麦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清廉，是一条道德底线
丹麦社会里最近一次具有轰动性的政府腐败案

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市法鲁
姆区区长的皮特·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于个
人吃喝。这件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为丹麦社会的
一大丑闻，皮特本人因此身陷囹圄。

而在过去的几年内，只有一些零星的商业腐败
事件发生。它们主要集中在建筑领域，有些建筑公
司和个体建筑师企图通过贿赂官员来获得项目。
然而类似事件经过丹麦媒体曝光之后，现在基本上
消失了。

“全球商务反腐门户”丹麦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延斯·贝特尔森是丹麦业界赫赫有名的反腐专家。
他说，丹麦对于不同等级的腐败有着明确的定义，并
且有相对应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条款。因此在丹麦，
无论你任职于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想要浑水摸
鱼，那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般而言，腐败可以划分成三个级别：一是个
人腐败，主要指发生在公民个人与公职人员和权力
部门之间的腐败；二是商业腐败，主要发生在企业与
公职人员和权力部门之间的腐败；三是政治腐败，发
生在较高级别公共管理和政治层面的腐败。”

延斯说，当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
心之后，清廉便不再是一种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
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

清廉，是幸福感的保证
在丹麦的布里斯托小区开面包店的苏珊姐妹是

中国侨民，她们约在20年前随父母移民到了丹麦。
她们对丹麦社会的清廉和机会均等也深有感触。

“4年前，我们攒够了一笔钱后，就在这个地方开
了这家面包店。从开店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感到因为
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丹麦人而受到了异样的对待。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面包做好，我们从来没有必
要去想如何逢迎和讨好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

苏珊姐妹告诉记者：“对我们来说，丹麦社会这
样简单而清廉的经商和生活，无形中令我们省去了
很多不必要的操心和担心。”

无论荷兰鹿特丹大学“世界幸福数据库”的数
据，还是今年6月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起的“世界价
值观调查”结果均显示，在过去20年间，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其中丹麦人
尤为突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尤斯蒂
娜·菲舍尔说：“丹麦是居民相互信任指数最高的国
家之一。”

而这又何尝不是归功于丹麦早已形成良性循环
的清廉社会机制呢？ 据《国际先驱导报》

暖阳透过明亮的窗子，落到

窗前的兰花上，发出阵阵清香。从
房间装饰的北欧简约风格，不难联

系到房间的主人乃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
（Friis Arne Petersen）。记者能够在 11 月
9日进入大使的办公室，源于透明国际10
月 27 日发布的“2010 年全球清廉指数排
行榜”，在这份包括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榜单上，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
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我们试图从大使的口中了解到更多
有关这个国家保持清廉的秘诀。但当我
们希望大使能补充一个丹麦社会对腐败
零容忍的例子时，大使和他的同事们想了
很久也没有答案。毕竟，腐败现象在这个
国家已近乎绝迹。

“我们不需要做像贪污
腐败这种危险的事情”

记者：你认为丹麦能获得世界最清廉
国家称号的原因是什么？

裴德盛：第一，丹麦多年来一直是世
界上反腐败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
的文化和发达的社会。

第二，丹麦政府将很多精力和重点放
在了系统的腐败斗争中，而且丹麦是一个
小国，相比其他那些有着人口众多的国
家，丹麦更容易实现反腐败的进展。同时
丹麦也很幸运地在过去 50年时间里享有
高度的经济发展，我们有着很高的GDP。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是一
个内置的概念，这体现在我国的大部分领
域：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生长环境、家庭
教育、学校、工作场所等。因为有良好的
教育、可以依赖的政府、好的私营部门，因
此我们不需要做像贪污腐败这种危险的、
复杂的事情。

第四，透明、民主体制和公平对待，较
少的等级制度和较多的社会参与也是典
型的丹麦价值观。我们建立了完善并强
大的法律制度来抵制腐败。

在如今社会，丹麦人会想“我当然不
会贪污”。一旦有人要行贿，人们会感到
很惊讶，没有人愿意参与到贪污中去，因
为这不是我们办事的方法。

上述的这些因素与丹麦的福利模式
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为公民公平地提供
社会产品和相对平均的收入，这样民众就
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意识——腐败和欺骗
是不能接受的。

记者：不知道你是否听说最近新西兰
一部长因为用公务招待的信用卡给自己
买了两瓶酒结果辞职的故事，请问如果类
似情况出现在丹麦，官员下场会如何？

裴德盛：我本人没听说这条消息。但
是丹麦的媒体有很强的监督力，媒体会对
公共部门进行监督，并且对公务员的支出
进行监督，就像你提到的那个案例。舆论
监督很有效。北欧国家的媒介从业人员
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形成的媒介舆论对
防止官员腐败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政策和规定
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
的。当然，作为一位公务员，你绝对不可
以私用公款，不管额度是多少，接受多小

额度的贿赂都是犯罪。比如在丹麦，即
使是在各种政府聚会或是宴请中，提供
烟草、香烟或者雪茄也是不允许的。因
为我们觉得烟草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
政府不会将资金花在香烟上。

我认为，丹麦成为今天的廉洁国家并没
有经历太多的困难。在一个社会中，对抗腐
败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一个建立在法规上
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由于及早建立民主制度，一个真正独立
并有效的司法系统对政府和立法进行监督，
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成为丹麦的民主传
统，并且深深扎根于丹麦社会和丹麦人的
心中。我们以及北欧的传统和文化中没
有交换礼品、走后门、贪污等这些概念。

记者：中国在“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
排行榜”仅排在78位，作为排行榜第一的
国家，丹麦的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在提高
本国清廉程度方面借鉴？

裴德盛：我觉得很难拿中国和丹麦
进行比较，中国和丹麦的发展十分不同，
这是两个有着非常不同规模和人口的国
家。

至于一些提高清廉程度和反腐败的

经验，如上所述，建立一个制衡机制去监
督政府和行政系统，用以确保在一个有
效的、守法的政府中各个级别均将反腐
斗争作为首位。但是丹麦没有这样的监
管机构，因为我们不需要。此外，有效的
制裁和平等的制度也很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方面是在社会中培养和鼓励一种态
度，即贪污腐败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不能
接受的。

“舆论监督很有效”

培养“贪污腐败是犯罪”的观念

2010年全球清廉
指数排行前十名

1.1.丹麦丹麦 9.39.3
1.1.新西兰新西兰 9.39.3
1.1.新加坡新加坡 9.39.3

7.荷兰 8.8
8.澳大利亚 8.7
8.瑞士 8.7
10.挪威 8.6

4.芬兰 9.2
5.瑞典 9.2

6.加拿大 8.9

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

为什么腐败在这个国家近乎绝迹？
丹麦驻华大使谈清廉秘诀

腐败零容忍扎根国民心中
记者：这个国家的清廉如何保持下

去呢？
裴德盛：一个清廉的政府和清廉社

会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增加了社会的可预
测性和稳定性。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
丹麦的法律规则对所有的公司都是平等
的。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更加自由并有竞
争力的市场，成立公司或申请证书的时候
也无须支付任何额外的和隐藏的费用。

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一个透

明的、清廉的社会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
自由。丹麦的政府机构很庞大，并且政
府官员的薪水都很高，当然一些私营部
门雇员的薪水会高于政府官员，但是没
有人受穷，也没有人会想用贪污的办法
增加自己的收入。

说回来，丹麦能保证国家清廉的原
因还是来自政治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
影响。丹麦有着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
良好的福利政策给予人们免费的医疗和
教育。

“没有人会想用贪污的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


